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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土壤发生特性与系统分类研究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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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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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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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广应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

了解井冈山土坡在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的位置
,

对位 于湘赣

边境的井冈山的山地土壤进行系统分类研究
。

调查采集的典型土壤剖面理化性质的测定结果表明
:
井冈山土

壤的主要发生特性随海拔高度呈规律性的变化
,

依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第三版 )》
,

该 区土壤垂直带谱

结构为
:
湿润富铁土 ( < soo m )

,

湿润淋溶土 (500
一 1 0以) m )

,

常湿淋溶土 (川l刃 一 1 soo m )
,

正常新成土 (1 500

一 1 9(X) m )
。

关健词 井冈山 ; 山地土壤 ;系统分类 ;发生特性 ; 垂直带谱

中圈分类号 51 55
.

1 文献标识码 A

历经近 20 年的探索
,

2 00 1 年出版的《中国土壤

系统分类检索(第三版 )》
,

不仅受到国内外土壤学界

普遍好评
,

成为世界土壤三大分类系统之一
,

而且标

志着中国土壤系统分类高级分类基本成熟 [ ‘
,

2〕
。

这

一符合 国际趋势的土壤分类系统的推广应用已成为

土壤工作者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

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无疑是推广 土壤 系统分类 的主要阵地
。

本文 以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检索 (第三版 )》为依据
,

对位于

湘赣边境的井冈山的山地土壤进行 系统分类研究
,

以期对该区的土地利用与规划提供依据
。

增加 4 09
.

3
~ 和 6 %

,

可见
,

随着海拔高度上升
,

气

温降低
,

降水量和相对湿度增大的山地气候变化特

点
,

在井 冈山表现比较明显 (’)
。

1 自然环境条件与调查研究方法

1
.

1 自然环境条件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境 的罗霄山脉中段
,

地理位

置是北纬 2 6
0

2 7
‘ 一 26

0

4 0
‘ ,

东经 1 13 0 3 9
‘ 一 1 14

0

2 3
‘ 。

井

冈山地处中亚热带
,

受东南季风和山地地形的影响
,

气候温和湿润
,

并呈现出较明显的山地垂直地带性
。

据 19 61 一 19 70 年气候资料
:

海拔 840 m 的茨坪年平

均气温为 14
.

3 ℃
,

而山麓海拔 60
.

4 m 的太和年平均

气温为 18
.

7 ℃
,

比前者高 4
.

4 ℃ ;茨坪年平均降水量

和年平均相对湿度分别为 1 795
.

5 ~ 和 84 %
,

而太

和其相应值分别为 1 3 86
.

2
~ 和 78 %

,

分别比前者

井冈山的 山岭起伏大
,

山高谷深
,

相 对高差悬

殊
。

随着山地海拔上升
,

气温逐渐降低
,

相对湿度逐

渐增大
。

因而植被的分布也随海拔高度的不同
、

温

,

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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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湿度的差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

海拔 1 000 m

以下是常绿阔叶林和部分针叶林
,

向上逐渐变化为

常绿阔叶林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和针叶与阔叶树混交

林
,

1 5 00 m 以上有山顶矮林分布
,

而 山地草甸和荒

山草地均是由原生森林遭破坏后显现的一种不稳定

或相对稳定的植被类型
。

山地草甸主要分布于海拔

1 3 00
一 1 8 00 m 的山顶地段且与山顶矮林相互交替

分布 ;荒山草地主要分 布在海拔 1 3 00 m 以 下的丘

陵地区 (‘)
。

1
.

2 调查研究方法

选取井冈山垂直带 7 个具代表性的土壤剖面
,

其成土环境和相对位置分别见表 1 和图 2
。

本研究

野外调查根据不同海拔高度结合植被类型选择土壤

观测点
,

并对土壤进行剖面观察记载
,

采集土壤剖面

分析样品医 4 ;
。

所采集 的样品按文献 [5] 的方法进行

分析测定
。

表 1 土坡剖面成 土环境条件

T a b le 1 E n v iro n

me nt al e o n di tio n s
Of th e so i1 Pr

涌les

剖面编号

P r

涌l
e

N o
.

采样地点

S a llll〕le s it e

海拔

E l
e v a tio n

(m )

经纬度

C oo rd ina te s

地形部位及坡度

R e
li

e
f

a n
d

5
1
0

伴

植被

V e g e ta t一o n

炎陵县

两渡乡

26 0 3 4
,

N

113
0

5 1’E
花岗岩

丘陵 上坡

30 0

常绿阔叶林

井 冈山 3 19 国

道 8 22 km 处

26
0
3 8

, N

114 0

04
, E

花岗岩

母 质

Pa r e n t

n 】a te ri al

冲积物

洪积物

坡积物

残积物

中山上坡

36 0

常绿 阔叶林

马尾松林

井 冈山 3 19

国道 8 05 km 处

26
0

36
,

N

114 0

0 7 ‘E
板岩

坡积物

残积物

中山下坡

38 0

常绿 阔叶林

马尾松林
、

竹林

井 冈山 3 19

国道 8 0 1 km 处

26
0

36
‘N

114 0 0 8
,

E

板岩
坡积物

残积物

中山下坡

39 0

常绿 阔叶林

马尾松林
、

竹林

黄洋界
26 0 37

‘

N

1 14 0

07
’

E
花岗岩

坡积物

残积物

中山 上坡

3 9
0

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林及

针阔混交林

炎陵县大院

农场竹子溜
1 42 6

2 6 0 24
,

N

1 14气只 , E
花 岗岩

坡积物

残 积物

中山下坡

3 9 0

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林及

竹阔叶混交林

江西坳
2 6 0 24

,

N

1 14 0

05
,

E
花 岗岩 残 积物

山顶

3 5 0

山地草甸

灌丛矮林

JG0l卿娜洲娜哪」

JG 0 7

0 5 0 10 0 1 50

水平距离 H o r lz o nt a ld lstan e e (k m )

图 2

Fig
.

2

土壤剖面相对位置示意图

Th
e : e lat iv e loc at io n m a p Of

so il p ro
fi l

2 土壤发生特性

2
.

1 剖面特征和颗粒组成

井冈山土壤 的剖面特征和颗粒组成如 表 2 所

示
。

井冈山土壤剖面发生层次分化较 明显
,

除剖面

JG0 7 外
,

一般均可划分出表土层 (A )
、

心土层 (B) 及

半风化母质层 (C )
,

A 层与 B 层之 间普遍存在过渡

层 AB 层
。

各供试剖面土壤的有效土层随海拔升高

逐渐变薄
,

如海拔 2 60 m 的剖面 JG0 1 土层厚度超过

20 0 e m
,

海拔 7 4 5 m 处剖面 JG() 2 土层厚度为 10 0 C m

左右
,

而海拔 1 8 4l m 处剖面 JG0 7 土层 厚度仅 为

2 5 c m
。

土壤颜色以黄红为主
,

色调 2
.

SY R 一 10 YR
,

彩度主要为 4 一 8
,

明度主要为 5 一 7
,

其中山顶处土

壤颜色较暗
,

明度为 1
〕

土壤质地则以粘土和壤土为主
,

海拔由低至高
,

土壤质地由壤质粘土
,

粉砂质粘壤土逐步过渡到粘

壤土
、

壤土
、

砂质壤土
。

土壤 的颗粒组成
,

从 总体来

看
,

随海拔升高
,

粘粒含量减少
,

各层粉砂粒 / 粘粒比

值增大
,

说明土壤风化程度随海拔高度的升高有降

低的趋势
。

除 JG0 3 外
,

粘化率则随海拔升高有增强

0000000
�勺nU‘J�日�。Pn--月代粼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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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
,

说明井冈山山体上部土壤粘粒淋溶较明显
,

粘化过程增强 [6,
7 :

。

2
.

2 土坡的化学性质

供试土壤的有关化学性质见表 3
。

井冈山地区在

森林植被下发育的土壤
,

有机质积累较多
,

形成了明显

的腐殖质层
,

其厚度和有机质含量均随海拔的升高而

显著增加
。

另外
,

有机质在剖面各层次间的分布极不

均匀
,

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明显高于下层土壤
。

井冈山各剖面土壤均呈酸性反应
,

pH呷)为4. 14
-

5
·

33
,

p H Ke ,为 3
·

50 一 4
·

28
·

pH K c l均小于 p H H Z、) · 井冈山

土壤 p H 值以极强酸性
、

强酸性为主
。

在同一海拔下
,

土壤 pH 随土层加深
,

p H 值增大
,

酸性减弱
。

表 2 剖面特征和颗粒组成

Tab le 2 Profi l
e e

h
arac

te ri s tie s a n
d p aJ’t ie l

e e o m p朋itio n
of th

e 5 0 11
5 sru ‘1

1e d

编 号

I)ro 6 le
发生层

H o rlz ()n

结构

S tru e tu re

颜色 ’)

Co
l
o r

颗粒组成

pa rt ; e le o o m 即
s it, o n

(9 kg - 质地

5 0 11

枯化率

Cla yi
n g

N
o

深度

D e Plh

(
〔m )

0
.

2 一 0 02
一

> 0
.

2 m m < 0
.

〔川〕2
m n l

介
x lu r e

粉砂 粒 /

粘粒

S ilt/ Cl
a y ra tlo

0
.

02 m m 0
.

(X) Z m m

J(;0 1 0 ~ 10 团粒状 ¹

碎块状 º

棱柱状 »

小块状 ¼

团粒状¹

碎块状 º

棱柱状 »

柱状 »

小块状 ¼

团粒状 ¹

碎块状 º

柱状 ½

小块状 ¼

团粒状 ¹

碎块状º

柱状½

小块状 ¼

团粒状 ¹

碎块状 º

柱状 ½

小块状 ¼

小块状 ¼

团粒状 ¹

碎块状 º

柱状 ½

小块状 ¼

团粒状¹

碎块状 º

2
.

SY R S / 8 2 36
.

0

26 9
.

0

17 9
.

8

17 5 4

巧5
.

6

198
.

9

4 28
.

6 0
,

36

AB 10 一 25 2
.

S Y R S / 8 0
.

56 0
.

8 3

2 5 一 9 6 2 S Y R S / 8 17 0
.

4 0 42 0
.

9 4

B (二 > 96 2 S Y R 4 / 8 0
.

40 0
.

98

口门,�Q,、尸15601208321
,、4442

7,�6月z1
J.1

1116凡、2,一

J( ; 0 2 0 一 16 7 S Y R 4 / 4 26 2
.

5 10 7 7

16 9
.

4

34 6
.

4 22

AB 16 一 5 2 7
.

S Y R 6 / 8 25 8
.

0 9 1
.

9 6 22 8
.

6 0
.

54 49

5 2 一 96 7 SY R 7 / 8 224
.

5 72
.

44 43 9
.

4 O 60 1 55

96 一 128 SY R S/ 8 2 2 2
.

3 79 16 4 65 8 0
.

5 () 1 64

0 4 9 4 2

0 9 8

l飞��、404110

6
0八0..-

内JZ孟U‘U,jg,�2
, .1

气,fl0,�
. ..
I

J2 99
.

2

J(子0 3

) 12 8

0 一 13

2
.

S YR 4 / 8

10 Y R S / 8 5 4
.

32

13 一 35

35
一 70

10 Y R 7 / 6 2 58
.

4 2 76
.

8

4 《科
.

6

36 1
.

4 3
.

4 9 0
.

2 5

10 Y R 6 / 4 2 12 3 3 66
.

2 2 47
.

6 173 8 1
.

4 2 0 4 2

,4�目
月

斗八
、

08244287
‘

且,介勺‘244844474514) 70 10 YR 5 / 8 2 34
.

1

」口叫 0 一 9 7 S Y R 4 / 4 4 3
.

28

4 09
.

7

24 7
.

4

2 29 0
.

2 6

2 17

9 ~ 19 7
.

S YR S / 8 46
.

6 7 26 3 1 85 1
.

08

19 一 4 6 7
.

S Y R 6 / 8 37
.

7 4 1 65 1
.

28

> 4 6 7
.

S Y R S / 8 5 1
.

8 3

38 3
.

0

200
.

3

13 3
.

8 35 6 2 1 29 1 59

J(二05 0 一 19 7
.

S YR Z / l 16 7
.

9 0
.

4 6

O八一j‘J了O12�19 一 40 7
.

SYR 4 / 6

10 Y R 6 / 8

36 2
.

3

3 47
.

9

17 8
.

9

306 6

3(X) 3 0 5 3 0
.

9 8

�洲O八,、7
夕月.J

..

.

40 ~ 73 148
.

5

壤质粘土 恤

壤质粘土 ¾

壤质粘土 公

壤质粘土 。

壤质粘土 公

壤 质粘 土 ¾

壤质粘土 ¾

壤质粘土 爪

壤质粘土汤

壤质粘土公

壤土侄
-

砂质粘壤土 珍

砂质壤 土呀

粉砂 质粘壤 @

粘壤土 。

粉砂质粘壤土 肠

粉砂质粘壤土扭

壤质粘土 ,

壤质粘土爪

粘壤土。

粘壤土。

砂土 。

粘壤土 。

壤土 ¿

粘壤土 。

砂质粘壤土 谬

砂质壤土 沙

砂质粘壤土么

2 64 0 4 5

7 3 ~ 10 3

> 103

10 Y R 6/ 6

2
.

5 Y8 / 2

5 Y 4/ l

123
.

8 340
.

8

126
.

6

9 l 0 5 8

民比
.

IICA相BBCA姗B毗AABBB(:

14 3
.

7

383 1

54
.

03 2 34

J(劲1玉 0 一 16 312
.

0 158 6 1 97

357675146

A B 16 ~ 40 10 YR S/ 8 2 74
.

9 3 !4 1

26 5
.

9

14 1 2
.

23 0
.

8 9n,�、7

⋯
9
9”内」�

06�9
,‘,勺一�

4 0 ~ 7 4 10 YR 7 / 6 2 63 0 20 2 6 3 】 1 2 8

> 74 10Y R 7 / 6 3 3 1
.

8 187 5 1 oo

J(子0 7 0 ~ 19 5 Y 2 / l

187
.

0

3田
.

9 5 139
.

0 2 22 l4

气B 19 ~ 2 5 5 Y 2/ l

24 8
.

1

4〔旧 9

304
.

0

20 1
.

8 23 9
.

0 15 8 0 1 5 1

一) l二态 D 卿 s ta te ; ¹ G ra n u zar ; º L u m p y ; » 周 sma tic ; ¼ sm a ll bloc k ; ½ e o lu m n ; ¾ 肠
a m c l叮 ; ¿ 助

a m ; À s a n d y 〔
、

la y lo a m ‘Á s a n d y lo a m ;  silty

‘」a y : 。 C la y lo a m ;  s a n 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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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壤的有关化学性质

T a b le 3 So m e e
h emi c al p r 。

伴 rt ie s
Of th e 50 115

剖面

编号

Pr

涌l
e

N o
.

交换性盐基
发生

层

H o r
-

E x e ha n g e

ab l
e

b as
e

(
e

mo l k g 一 ’)

交换性酸

E x e
h

a

嗯
e a

b le a e id

(
e 】

no l kg
一 ’

)

IZO n

有机质 pH 阳离子

O
.

M
.

交换量

(9 e E e 7

k g
一 ’

) (H 2 0 ) (K CI) (
。m o x k g 一 ‘)

总量

T o tal

CaZ
十 M犷

十 K + Na H 一 A 13 十
总量

T o tal

盐基饱

和度

Bas
e

Sa tU ra t1 0 n

(% )

气�00,‘1.1

.

内、内,气J46内、�30
.

2 0 5 7 0
.

伪l 0
.

39 18
.

4 7

铝饱

和度

A l

吕a tll T -

8 t 1 0 n

( % )

23
.

4 7

17
.

5

4
.

4 8 3
.

7 3

4
.

4 1 3
.

79

33
.

8 6

27
.

18

2
.

6 8

2
.

3 0

0
.

6

0
.

5 2 0
.

3 3 0
.

09
0

.

2 8

3
.

6 3

3
.

4 6 23
.

7 1 20
.

7 0

门,002
山

l

:
0014

.

4 4
.

69 3
.

85 2 1
.

2 7 0
.

84

0
.

82

0
.

5 6 0
.

2 5 0
.

0 5 8 2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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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区土壤 CE C:
值变化较大

,

在 2 1
.

2 7 一 22 7
.

4 1

c

mo l k g
一 ‘之间

,

且有随海拔升高而逐渐增高的趋势
,

其中以腐殖质层最明显 [8j
。

同一土壤剖面随着土壤

深度的增加
,

交换性盐基总量有下降的趋势
。

交换

性盐基组成 以 C扩
‘

为主
,

其含量 占交换性盐基总量

的 50 % 以上
,

以 N a +

含量最低
,

不超过 0
.

1 c

mol k g
一 ‘,

而 K 十 、

M扩
十

居中
。

盐基饱和度都很低
,

为 6
.

32 % -

3 0
.

39 %
,

交换性酸总量为 1
.

0 2 一 7
.

2 9 Cm o l k g
一 ’,

且

以 A 13
十

为主
,

占总量的 90 % 左右
,

交换性酸总量和

A1 3 +

均有随海拔升高而增加的趋势
,

同一土壤剖面
,

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
,

交换性酸总量和 A1 3 十

均有减

少的趋势〔“〕
。

2
.

3 土壤氧化铁的形态特征

井冈山土壤各形态氧化铁含量如表 4
。

作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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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母质风化沉积的产物
,

土壤氧化铁含量能够反映

成土过程和成土环境
。

氧化铁的活性较强
,

环境条

件稍有变化就可对氧化铁的特征产生影响
。

因此土

壤氧化铁的形态转化及其特性的研究一直是土壤发

生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

7 个土壤剖面中除剖面

JG0 7 全铁含量较低外
,

其他土壤剖面的全铁含量相

近
,

一般在 35 ~ 45 g k g
一 ’土之间

。

除 JG0 2 外
,

其他

各剖面全铁含量均具有 B 层或 AB 层较 A 层高的趋

势
,

说明氧化铁含量具有在 B 层或 AB 层富集的趋

势 [ 9
1

’。]
。

表 4 供试 土坡 的氧化铁形态特征

T a b le 4 M o
印h

o
l
o

颐
e
al

e
harac

te ri s tie s o f iro n

‘d e s in *h
e 5 0 11

5 stu d
, e
d

剖面编 号

P八)fi 【
e

发生层

H ()r iz《,n

N f)

全铁

Fe t
(9 kg ’

)

游离铁

Fe d (9 kg
一 ’

)

活性铁

Fe

(9 kg 一 ’
)

络合铁

Fe p

(9 kg
-

游离度

F
e d / Fe

( % )

络合度

Fe
p/ Fe d

(% )

水合系数

}于y d
ra ti()n

e

肥m
e ie n t

JC O ! 4D
.

5 8 12
.

97 1
.

7 6 0
.

06 9

0
.

03 1

3 1
.

9 6

3 1
.

02

活化度

Fe 〕

/ F
e ‘

(% )

13 57 0
.

5 3 0
.

4 1

A B 4 5
.

23 14
.

0 3 0 90 6
.

4 1 0
.

2 2 0
.

25

3 9
.

4 1 巧
.

59

19
.

66

1 08 3 9
.

56 6 9 3 0 15 0 27

BC 4 5
.

25 29 4 3
.

45 6 56 0
.

29 0
.

3 1

,,,0502

J(;02 39
.

8 1 17 3 4 1
.

43 0
.

7 16 4 3
.

56 8
.

25 4 13 () 50

39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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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9
.

5 2 2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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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2 9 2 0 54 0
.

2 9

9
.

2 2 1
.

04 0
.

0 25 2 3
.

4 2 1 1
.

2 8 0
,

27 ()
.

2 4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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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0
.

64 0 0 17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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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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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0
.

8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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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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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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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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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二()3 4 0
.

7 3 巧
.

65 2 15 38
.

42 13 74 2
.

8 7 25

A B 4 1
.

6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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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13 02 1 8 3 4 83

Q,、4429

4 3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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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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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

30 0
.

35 2 39
.

52 13 44 2 肠 3 13

B (二 4 1
.

30 14
.

90 0
.

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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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 3 6
.

08 6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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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
.

86

I(二(科 4 0
.

8 2 14 83 4 38 3 6
.

33 29 53 8
.

4 6

A B 4D
.

4 5 15
.

9 8 5
.

20 39
.

5 1

19 16

32 54 7
.

5 8

0
.

19

】
.

8 1

4,4气�
, .,�气一

‘且0000,�4 1
.

8 1 8
.

0 1 4
.

5 6 0
.

56 3 56 9 3 7
.

0 3

B C 40 10 8
.

22 2 9 5

5
.

16

20
.

5 0 3 5 89 2 4 8

J(; ()5 39
.

8 4 17
.

43 4 3 7 5

4 3
.

44

2 9 60 8 1 1 0 96

A B 40
.

9 1 17
.

77 2 8
.

14 6 9 8 0 72

39
.

70 11
.

34

5 oo

5 44 2 8
.

56 4 7
.

97 4 49 ! 50

B ( 3 9 9 3 9
.

06 3 09

34 5 8 5
.

6 7

2 2
.

69

16
.

4 0

34 1 1 3
.

27 1 29

7 5 8 ()
.

4 2 】 74

JC《巧 36
.

4 2 14
.

4 8

0
.

4 3

5
.

4 2 39
.

7 6 37
.

4 3 8
.

7 1 3
.

42

204414241509296024261

AB 39
.

9 7 7
.

3 5 5
.

14 】
.

20 7 18
.

3 9

15
.

84

6 9
.

9 3

56 06

16
.

4 2 3 创

-O八7
, 1胜39 0 7 6

.

19 3
.

47 4
.

8 1

BC 32
.

54 4
.

88 2 22 15
.

00 4 5
_

49 2
.

8 1

�石,了9, ,勺‘l

J(; 0 7 9
.

9 3 2
.

23 0
.

96 0
.

6 (又 2 2
.

4 6

A R 11 7 9 0
.

93 0
.

78 0
.

4 5 3 7
.

89

4 3 0 5

83
.

8 7

27
.

09

4 吕 7 1

0 69

0
.

4 9

井冈山土壤的游离铁含量为 6 一 20 g kg
一 ’,

游离

度为 7
.

89 % 一 39
.

5 6 %
,

活性铁的含量为 0
.

43 一 3
.

47

g k g
一 ’ ,

活化度为 6
.

31 % 一 56
.

93 %
。

游离度和活化

度是反映土壤发育程度的 2 项重要指标 〔‘例
,

游离度

越高
,

活化度越低
,

则说明土壤风化作用越强
,

土壤

发育度越好
。

当海拔小于 g oo m 时
,

随着海拔 的上

升
,

除 A 层外
,

其他各层土壤游离铁的含量和游离

度逐渐下降
,

同时活性铁的含量和活化度逐渐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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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海拔高度小于 goo m 的条件下
,

随着海拔的

升高
,

土壤的风化作用变弱
,

发育度降低
,

游离铁易

转化为活性铁
,

土壤处于脱硅富铝化阶段 ;在海拔高

度大于 g oo m 的条件下
,

铁 的活化度和铁水合系数

都很高
,

土壤处于脱盐基硅铝化阶段
。

络合态铁是以有机物络合态存在于土壤中的铁

化合物
,

属无定形物质
。

在同一剖面内
,

络合态铁的

含量总是上层高于下层
,

这是 由于上层的有机质含

量比下层高
,

这样形成的络合态铁就多仁”〕
。

铁水合系数为富铝化土壤中无定形铁氧化物与粘

粒含量的比值
,

该值与富铝化程度呈反相关 [’2 〕
。

由表

4 可知
,

JG0 1 和 J以犯的 B 层的水合系数均较小
,

分别为

0
.

27 和 0
.

抖 一 0
.

14
,

远远小于其他土壤剖面 B 层的水合

系数
,

说明 JG0 1 和 JG OZ 有较强的富铝化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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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土坡的化学组成

井冈山土壤化学组成见表 5
。

供试剖面土体的

化学组成 以 510 : 、

A 12 0 : 、

FeZ o 3 为主
,

K 2 0 的含量较

高
,

N a ZO
、

M g o 次之
,

e a o
、

T io Z 、

M n o
、

PZ o 。 含量较低
。

S ; 0 : 占整个化学组成的 60 % 左右
,

A1 2 0 3
占 13 % 左

右
,

Fe Z 0 3 为 4 % 左右
。

化学组成随海拔高度变化不

明显
,

各土层间的差异也较小
。

ha 值为土壤风化淋

溶系数
,

是指 土壤 中的盐基与氧化铝的分子 比值
。

ba 值越小
,

则淋溶作用越强
。

该区土壤剖面 B 层的

b a

值一般有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减少的趋势
,

说明高

海拔的淋溶作用 比低海拔要强
。

3 土壤系统分类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是以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

础
,

以 定 量 化 为特 点
,

能 与 国 际 接 轨 的 分 类 方

案 〔’川
。

按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的鉴别指标
,

井冈山

土壤剖面所具有的诊断层和诊断特性列于表 6
。

表 ‘ 井冈山土坡剖面的诊 断层和诊断特性

T a bl e 6 D ia助佣tie h
o ri z o n s an d di雌

n o s rie e
h
arac

te ri s tie s
Of

5 0 11
5 profi le s In th

e
Ji

rlg g a l+此 M o u n t a in s

剖面号

Pn ,6 le

海拔

E le v a -

黑
、 I!I 夕

淡薄

表层

o ehri
e

E p ipe d
o n

雏形层

Ca m b ie

H o ri zo n

枯化层

A r印c

H o ri z o n

低活性

富铁层

LA C
-

fe rr ie

h
o d z o n

土壤水

分状况

50 11

m o lstU 】
.

e

R
e邵m e s

土壤温

度状况

5 111

铁质

特性

Fe rr ic

p r() pe ri y

盐基

饱和度

sa tU r a tlo fl

石质

接触 面

盯j th, e

C o n ta C t

tu详
re g lm e s

260
一

745
一

94 5 一

9 75
一

1 2 08 +

1 42 6 一

1 84 6 +

湿润¹

湿润 必

湿润 ¹

湿润 ¹

常湿 º

滞水 »

滞水 »

热性

热性

温性

温性

温性

温性

冷性

贫盐基 戈

贫盐基 .

不饱和扮

不饱和À

不饱和
‘约

不饱 和凶

不饱和 À

+一+

JC02JCO3JGO4JCOSJG06JG07

¹ U di。 ; º Pe ru d ic : » st

卿
iC :¼ 仆

e

rm iC : ½ M e s iC ; ¾ r d g id ; ¿ 际
r ba se ; À u n s a tu ra te d

3
.

1 诊断层

3
.

1
.

1 诊断表层 井 冈山地 区土壤诊断表层是

在腐殖质积累作用下形成的
,

包括 A 层及 由 A 层向

B 层过渡的 A B 层
。

它包括 [2j
:

暗痔表层 : 有机碳含量高或较高
,

盐基不饱和的

暗色腐殖质表层 [’了,

如剖面 J阴5 、

J即7 。

淡薄表层 : 发育程度较差的淡色或较薄的腐殖

质表层
。

如剖面 JC() l
、

JG() 2 、

JG() 3 、

JG 04 、

JG() 6 。

3
.

1
.

2 诊断表下层 是由于物质的淋溶
、

迁移
、

淀积或就地富集作用在土壤表层之下所形成的具诊

断意义的土层
。

包括发生层中的 B 层和 E 层
,

主要

有 [2 ] :

低活性富铁层
:
由中度富铝化作用形成 的具低

活性粘粒和富含游离铁的土层
,

其主要特征是
: 厚度

> 30 。m
,

细土 D e B 浸提游离铁含量 〕 一4 9 kg
一 ’(游

离氧化铁 ) 20 g kg
一 ’) 或游 离铁 占全铁 的 40 %

,

e Ee ; < 24 。m o l kg
一 ’。 J即 l 符合条件

。

粘化层
:
有粘粒淋移淀积

。

首先土块结构和孔

隙壁上有明显的粘粒胶膜存在 ;其次 B 层 与 A 层粘

粒增 量 应是 在 均一 母 质上
,

若 A 层 粘粒 含量在

巧 % 一 40 % 之 间
,

则 下 层绝 对 增 量 > 4 %
。

共 有

JG0 2 、

JG O4
、

JG0 6 符合粘化层的鉴定指标
。

雏形层
:
风化一成土过程中形成的无或基本无

物质淀积
,

未发生明显粘化
、

带棕
、

红棕
、

红
、

黄或紫

等颜色
,

且有土壤结构发 育的 B 层图
。

共有 JG0 3 、

JG0 5 符合雏形层的鉴定指标
。

3
.

2

3
.

2
.

1

诊断特性

温度状况 据土表下 50 C m 深度处或浅于

50 c m 的石质或准石质接触面处 的土壤温度
,

确定

土壤温度状况
。

根据井冈山气象资料
,

由土壤及气

温关系推算得
:
井冈山海拔大于 l 朋o m 的土壤温

度状况为
“

温性或冷性
” ,

海拔小于 1 o oo m 的土壤

温状况为
“

热性
” ,

因而剖面 JG0 1
、

JG0 2 属热性温度

状况
,

JG() 3 、

JG() 4 、

JG() 5
、

JG 0 6 属温性温度状况
,

JG() 7

属冷性温度状况
。

3. 2. 2 水分状况 井冈山地 区降雨量随海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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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增大而增大
,

具有较明显 的垂直带谱性
。

海拔

低于 1 0 00 m 的剖面 JG0 1
、

JG0 2
、

JG0 3
、

JG0 4 位于湿

润气候地区
,

夏季降水多
,

土壤贮水量加降水量大致

等于或超过蒸散量 ; 大多数年份水分可下渗通过整

个土壤
,

属湿润土壤水分状况 ;海拔高于 1 ooo m 的

剖面 JG0 5 降雨更丰沛
,

全年各月水分均能人渗通过

整个土壤
,

属 常湿 润土壤 水分 状况 ; 剖 面 JGO 7 和

JG0 6 降雨量超过 2 0 00 m m
,

属滞水土壤水分状况
。

3
.

2
.

3 铁质特性 B 层 细土部分游离铁 (Fe) )

14 9 k g
一 ’或游离铁 占全铁 ) 40 % 或土壤基质色调为

SYR 或更红
。

剖面 JG0 1 符合铁质特性的鉴定指标
。

3
.

2
.

4 盐基饱和度 吸收复合体被 K
、

N a 、

Ca

和

M g 阳离子饱 和 的程度 (N执 o A C

法 )
,

剖 面 JG0 1
、

JG() 2 为贫盐基 ; 剖面 JG() 3
、

JG 04
、

JG() 5
、

JG() 6
、

JG() 7 为

盐基不饱和
。

3
.

2
.

5 石质接触面 剖面 JG 07 在 25
。m 处土壤

与紧实豁结的下垫物质 (岩石 )接触
,

不能被用铁铲

挖出
。

具有石质接触面
。

3
.

3 土壤类型的归属

根据上述诊断层 和诊 断特性
,

按照文献 仁l] 和

「2 ] 进 行 检 索 命 名
,

并 与 我 国发 生学 命 名 作 对

比〔’3
一 ‘5〕

,

结果列于表 7
。

JG0 1 具有低活性富铁层且

其土层色调呈 2
.

SY R
,

属富铁 土纲的暗红简育湿润

富铁土
。

JG0 2 和 JG 04 具有粘化层和湿润 的水分状

态
,

属湿润淋溶土亚纲
,

其中 JG0 2 为红色酸性 湿润

淋溶土
,

J以瞬为普通酸性湿润淋溶土
。

JG0 3 和 JG0 5

具有雏形层
,

属雏形土纲
,

其中 JG0 3 为湿润雏 形土

亚纲 的普通酸性湿润雏形土
,

JG0 5 为常湿雏形土亚

纲的普通简育常湿雏形土
。

JG0 7
,

无结构 B 层 的发

育且有石质接触面
,

为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

表 7 供试剖面在中国土坡系统分类和发 生学分类中的归属

T a b le 7 A s e ri Pt io n s
of th e s o il p ro fil

e s in th
e Ch in e s e 5 0 11 t

axo
n o m y a n

d G e n e tie 、las
s ifi e a tio n

剖面号

Pro
fil

e

N 0

海拔

E l
e vst io n

(m )

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侧

(2田l)

Ch in e
se 50 11 T a x o n o

my

土纲

O r de r

亚纲

S ubo rd
e r

土类

G ro u P

亚类

S u b g r o u P

发生学 分类 [ ” 1

(199 8 )

G e n e tlc

C las
sifi

e a tio n

2印

74 5

富铁 土

淋溶土

雏形土

淋溶土

雏形土

淋溶土

新成土

湿润富铁土

湿润淋溶土

湿润雏形土

湿润淋溶土

常湿雏形土

常湿淋溶土

正常新成土

简育湿润富铁土

酸性湿润淋溶土

酸性湿润雏形土

酸性湿润淋溶土

简育常湿雏形土

简育常湿淋溶土

湿润正常新成土

暗红简育湿润富铁土

红色酸性湿润淋溶土

普通酸性湿润雏形土

普通酸性湿润淋溶土

普通简育常湿雏形土

普通简育常湿淋溶土

石质湿润正常新成土

红壤

黄红壤

黄壤

黄壤

黄壤

暗黄棕壤

山地灌丛草甸土

945975哪1426
卿娜协JC05娜

J月刃 7

从土壤的垂直分布来看
,

JG0 3 和 JG0 5 土层 中

无粘化层
,

可能是坡积过程干扰了正常的粘化过程
,

故井冈山土壤分布垂直带谱应 为
:

从下到上依次为

湿润富铁土
、

湿润淋溶土
、

常湿淋溶土
、

正常新成土
。

4 结 论

l) 土壤质地以粘土和壤土为主
,

随着海拔升高
,

土壤质地由壤质粘土
、

粉砂质粘壤土逐渐过渡到粘壤

土
、

壤土和砂质壤土
,

土壤的风化程度逐渐降低
。

2 ) 该 区 土 壤 CE e :
值 在 2 1

.

27 一 2 5 5
.

7 4 Cm o l

k g
一 ‘之间变化

,

有随海拔升高而逐渐增高的趋势
,

其

中以腐殖质层最明显
。

3) 当海拔高度小于 g oo m
,

随着海拔的升高
,

土

壤的风化作用变弱
,

发育度降低
,

游离态铁易转化为

活性铁
,

土壤处于脱硅富铝化阶段
,

当海拔高度大于

90 0 m
,

铁的活化度和铁水合系数都较高
,

土壤处于

脱盐基硅铝化阶段
。

井冈 山土壤剖面 B 层 的 ba 值

有随海拔的升高而减小 的趋势
,

说 明高海拔的淋溶

作用 比低海拔要强
。

4 ) 参考井冈山 土壤 自然环境的垂直变化规律

及土壤的发生特性
,

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方案划

分
,

井冈 山 土壤 的垂直 带谱结 构 为
:

湿 润富 铁土

( < 50 0 m )
,

湿润淋溶土(500
一 1 o oo m )

,

常湿淋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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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一 1 5 0() m )
,

正常新成土 (1 5 0() 一 1 9 0 0 m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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